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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島-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

專書閱讀心得 

    臺灣，是我們的故鄉，也是我們長久居住的家，記得小學一、二

年級的時候學校一樓教室前的水溝水質清澈，許許多多的大肚魚遨遊

在其中，然而，當我完成學業準備要畢業時，卻已成為臭氣熏天的黑

水溝了，短短的幾年間，便讓人發覺環境的變遷是多麼的迅速，但是

又有多少人在乎呢？且讓我們藉由柯師傅的紀錄下見證臺灣這 30 年

環境的變遷吧。 

    臺灣是個美麗的海島，因此，理所當然的擁有許多美麗的海岸線，

然而，人們在擁有這些美麗的海岸時，想到的往往都是如何開發這個

景點，希望推廣觀光吸引遊客，但卻往往適得其反，最終失去了本應

優美的美景，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臺南的黃金海岸，臺南市政府為

了整個黃金海岸濱海遊憩區計畫前前後後投資了逾 5億元的公帑，大

費周章的鏟除大片防風林，用來建設停車場、海岸遊憩設施及各項人

工造景，但這卻因為能抓沙、擋風的防風林已不在了，導致相關人早

水泥設施經海浪和海風的長期侵蝕，使得黃金海岸遊憩區遲遲無法營

運，反倒是為了填補破洞，必須在海岸邊投放消波塊，先前興建的人

造設施還得拆除重新中下景觀樹種，不僅原先的預計吸引的觀光客沒

來，反而讓這個美麗的沙灘從此在人們眼中消失，實在令人難以釋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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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。(參考本專書 P52-P57) 

    除了不當的觀光設施的建設導致沙灘消失外，另一種失敗的建設

便是錯誤的港口興建工程，如新北市和美漁港，早期和美漁港只是一

個小型漁船停靠的簡易船澳，然而新北市政府為了擴建碼頭，圍填了

海岸新生地，並將北防波堤延長，但卻因為突出而海灣中的北防波堤

阻斷了沿岸流的漂砂方向，導致港口南邊的金沙灣海水浴場的沙子不

斷的漂進港口內，造成港口內淤滿沙子，整個漁港在正式啟用前就因

此報廢，除此之外，還一併導致南邊金沙灣海水浴場的沙子大量消失，

只剩下礫石與礁岩，變成一處危險的海灣，即便市政府後來將港內淤

沙清除，並同時拆除 100多公尺的北防坡堤，但金沙灣海水浴場的沙

子仍舊是不斷減少，和美漁港內的砂子也不停的增加，政府只好再繼

續投入資金，如此周而復始，人定勝天這詞，在此卻是無法適用的。

(參考本專書 P118-P119) 

    過度及不當的開發，不但影響沿海一帶，山林間亦是如此，因為

各地山區陸陸續續的在開闢道路和農地，導致山區的原始林與造林地

部分被改種檳榔、茶葉及高冷蔬菜等，如新中橫公路這類的道路開闢

也同樣劃開了臺灣脆弱的山體，根據研究指出，山區道路的開發所造

成的崩塌面積，超過了未開發地區崩塌量的100倍，加上颱風的侵襲，

土石流便成為人盡皆知的災害，為此，政府也順勢推出全民造林運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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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興建防砂壩加強治山防洪，但部分工作因缺乏完善的計畫，反而

破壞了山坡的穩定，反倒是成為災難的因子 (參考本專書

P164-P165)。 

    環境的破壞還影響著我們所居住的都會區，因為土地過度的開發，

占用行水區、滯洪池等因素，導致每當豪雨來襲之時，低窪地區總是

會陷入土石流與洪水圍困的險境，而政府防範淹水的方法，是採取圍

堵的手段，也就是把雨水分區圍堵，再用機械抽水的方式儘速排出，

然而假如恰好遇到抽水機故障或堤防、水門等防洪設施失靈時，當地

居民面臨的便又是一次次的淹水困境，從歷年來沿海地區的水患紀錄

來看，堤防與抽水機設備並無法完全避免淹水危機，如何提出完善的

治水政策，是政府刻不容緩的一件事(參考本專書 P166-P167、

P178-P180)。 

    然而，科技的發展，帶給人們舒適、便利的生活，剛進水泥建的

高樓大廈比比皆是，人們也享受著這樣的生活，但除了上述提到的問

題外，卻也同樣帶來其他的代價，汙染，便是其一，隨著工廠一間間

的興建起來，臺灣的經濟也逐漸提升，但相對的，對環境的汙染卻也

大幅上升，較有名的如二仁溪的水汙染，因為廢五金業者排放的廢水，

導致二仁溪承受了各種重金屬汙染，造成了臺灣第一起綠牡蠣事件，

從此，二仁溪就被禁止再養殖牡蠣，對環境的影響至為深遠(參考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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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書 P261)；然而工廠所造成的汙染，卻不僅僅是水汙染而已，較著

名的如雲林麥寮的六輕工業區，六輕工業區自開始興建以來，不僅未

完全克服海鹽、風沙、地基不均勻沉降等負面影響，還遲遲無法就廠

區公安、環境影響、健康風險，水資源、地方回饋等問題提出完善對

策，再加上工業區的安全管理不當，造成 1年內接連發生了 7次工安

事故，導致當地民怨四起，為此雲林縣政府提出的「環境健康世代研

究報告」指出六輕工業區的時造成鄰近地區空氣品質下降，並造成鄰

近居民肺、肝與腎功能及血液與心血管系統都有受到影響，並且有研

究指出，高空氣汙染地區的嬰兒呼吸道疾病致死率比低空氣污染地區

高出 3.7倍，嬰兒猝死率也較低空氣汙染地區高 3.3倍。兒童醫學界

的幾項研究資料更顯示空氣汙染是引發兒童哮喘病的禍首，可見其影

響之深遠(參考本專書 P292-294)。 

    再者，汙染，並不僅僅是由工廠產生的，垃圾汙染卻是由人們自

身所造成的，臺灣垃圾從山上、河流、海邊、海面，綿延到各個島與

海岸，每當颱風豪雨季節來臨，這些垃圾經常隨著強風、洪水，飄散

到河川灘地、海岸，並隨著洋流漂移，嚴重破壞海洋生態，並且每當

颱風過後，主要河口海岸經常堆積數十噸或上百噸各式各樣的垃圾，

臺灣雖然已全力推動「清淨家園全民運動」計畫，但其成效仍有待加

強，清除不完的垃圾已經成為地球的再災難(參考本專書 P312-P313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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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勢必要求自身做起才行。 

    看著自然環境屢遭破壞，著實讓人感到心痛，但在環境保護和經

濟發展的選擇之下，實則兩難，現今社會習慣舒適、便利的生活型態，

再加上大環境不景氣的影響下，人民對經濟發展的需求變提高了，為

了增加就業機會，就需要增加新的建設，而新的建設卻往往代表著環

境又要遭受破壞，再者人是有惰性的，要人們回歸山林、與自然同居，

讓大自然能夠有休養生息的時間，對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是不可能的事

情，因此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該如何達成，便是我們應該認真

思考的難題。 

    環境意識的崛起，便是一個良好的開端，臺灣從解嚴之前的地方

型反公害為主的陳情與抗爭行動，到解嚴之後鄰避設施或預防型態的

動員方式，再到在各類公民運動中融入以環境為優先的理念，這是值

得持續努力追求的，畢竟臺灣人在經歷了犧牲環境以換取經濟成長的

惡果之後，人們的價值觀逐漸多元，再加上受到了西方先進國家的環

保思潮影響，倡議型的環保運動逐漸被凸顯出來，以至於在近十年來，

每當工業、商業等大型開發案相中了海岸地帶時，在地居民與民間團

體往往會先凝聚起來，讓此等開發案在未成形前便浮上檯面，成為公

民討論的議題，用以監督政府的施政，然而，臺灣公民以無謂的勇氣

進行各種環境自力救濟與抗爭的行動，讓臺灣環境崩壞的速度得以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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緩，但未來仍然有許多關口等待大家一起來突破(參考本專書

P458-P461)。 

   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當年的宜蘭反六輕事件，當時，行政院

長郝柏村以強硬的語氣發表興建六輕的決心，並且總統李登輝也在前

往宜蘭視察時談到，只要符合國家利益、環保標準，就不應有人反對

任何經濟建設，然而陳定南縣長轉換跑道進入立法院，並在拒絕污染

性工業、堅決保護蘭陽地區環境的一貫主張下，帶領著宜蘭的居民讓

台塑主動放棄在宜蘭興建工業區，宜蘭人才能繼續保有優質的家園，

而眾所皆知的，台塑後來落腳在歡迎六輕在麥寮設廠的雲林縣，並且

向鄉民保證不會帶來汙染，但這 20 年以來，六輕卻已成為雲林人無

法磨滅的夢魘了(參考本專書 P463-P465)。 

    臺灣近年來有陸陸續續有許多企業因人力成本的增加以及遲遲

無法通過環評等因素，將工廠外移到中國或東南亞等地區，臺灣的工

業汙染也因此逐漸減少，只是，當臺灣再也沒有了任何工廠時，才真

的算是完成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嗎？筆者恰巧有親戚移居至以保護自

然環境聞名的紐西蘭，在此，便稍微分享一下筆者在當地生活過的情

形，紐西蘭，是一個除了在首都奧克蘭設有 1間工廠外，其他地區便

無任何工廠的國家，國民大多以農業及畜牧業維生，每每受邀至親戚

家的農場小住幾日，便覺得當地空氣清新、水質清澈，隨處可見綠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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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的草地和森林，蔬菜、水果既便宜又新鮮，重點是還十分好吃，總

會讓人想在退休後也如同自己的親人一般，移居到該地過著悠閒的生

活，但不可避免的，當地也因此衍生了一些的問題，因為政策上禁止

工廠設置的關係，該國除了上述提到的農業、畜牧業及觀光產業外，

其餘方面的工作機會十分稀少，因此導致該國工作人口不斷外移，就

已與筆者同一世代的家人來說，毫無 1人留在當地工作，這導致家庭

四散在各個不同的國家，如果沒有特地安排相聚，實在難以見到對方

一面，再者，其實當地的人們和我們一樣，同樣在追求舒適的住宅和

便利的交通，也同時使用著各種高科技產品，當然，沒有工廠也代表

著幾乎所有的科技產品、工業產品及石油等均需仰賴國外進口，理所

當然地，其價格相對昂貴，汽油價格約是臺灣的 2倍以上，而這也代

表這該國同樣需要工廠來製造人民所需的用品。 

    現今社會交通十分便利，全球化、地球村等觀念早已深植人心，

倘若我們以全球來看，如同紐西蘭一般強化自身對自然環境的保護，

但卻仍舊藉由進口的手段享受著工業發展所帶來的好處，只是將會對

環境造成破壞及污染的產業移至其他地區，不也同樣是在持續對我們

的地球造成傷害嗎，根據鏡週刊 Mirror Media在 2020年 3月 2日發

布的「中國經濟放緩 NASA認證：空汙大幅改善」這篇新聞所述，美

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（NASA）與歐洲太空總署（ESA）測出近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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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的二氧化氮（NO2）排放量明顯減少，顯示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

經濟放緩有關，研究員指出，每逢中國農曆春節，二氧化氮排放量都

有顯著減少情況，但這回中國東部與北部今年春節下降的數值遠遠比

過去 2005年至 2019年間同一時期的正常水平還低，低了約 10%至 30%，

而且持續得更久，春節假期結束至二月底，二氧化氮排放量仍未見反

彈回升。這顯示著，人們想要保護自身生活的環境最好的方式，便是

停止那些會危害、汙染環境的工廠的運作，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又是

否會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呢。 

    只不過，除非是世界大規模的毀滅，科技的發展已經是不可逆的

了，畢竟我們都已經無法回到原始的生活模式，我們能追求的，僅僅

是在科技發生質變之前，盡可能的減緩對環境的破壞，盡可能的去督

促政府、企業們在進行開發時能有妥善的環境保護規劃，並認真努力

的去尋找能夠與大自然共存的科技生活模式。 


